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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會

今年是「十二五」開局之年，安徽正站在加速崛起的新起點上，
邁入大有可為的黃金發展期。2011年，安徽的發展目標是：全

省生產總值增長10%以上，財政收入增長12%，固定資產投資增長
20%，城鄉居民收入增長10%以上。

雙輪驅動 推工業化和城鎮化
目前，安徽的工業化和城鎮化比例均已達到43%的水平，進入加速

發展的新階段。安徽將堅持「雙輪驅動」，以工業化增強城鎮化發展
動力，以城鎮化拓展工業化發展空間，進一步強化工業化城鎮化的
相互融合和互動發展，培育壯大新生力量。
安徽堅持工業強省戰略，推進傳統產業新型化和新興產業規模

化，打造現代產業體系。同時，把加快培育戰略性新興產業和服務
業大發展作為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戰略重點。集中力量培育和發展
電子信息、節能環保、新能源、等戰略性新興產業，努力形成若干
支撐未來經濟發展新的主導產業。
新型城鎮化方面，致力形成以中心城市為核心、中小城市和小城

鎮為基礎的現代城鎮體系。
其中，支持合肥加快建設成為在全國有較大影響力的區域性特大

城市，支持蕪湖全省次中心城市建設，加快推進合淮同城化、蕪馬
同城化、銅池一體化和跨江聯動發展，積極推動安慶、蚌埠、阜陽
打造成為區域中心城市，把黃山市建設成為特色鮮明的現代國際旅
遊城市。

經濟結構 促進戰略性調整
為搶佔新一輪發展制高點，解決經濟結構性矛盾，安徽將加快轉

變經濟發展方式，實現速度、結構、質量、效益相統一。
其中，提升實施「861」行動計劃，積極引導投資向重點產業、民

生和社會事業、農業農村、科技創新、生態環保等領域傾斜，優化
投資結構，增強投資拉動力。在區域協調發展方面，引導各地科學
確定發展定位，突出地方特色。推進皖江城市帶與合肥經濟圈率先
發展，把加快皖北振興作為推動區域協調發展的戰略重點，努力建
成全國重要的能源和煤化工、農產品加工、現代中藥產業、物流中
心和加工製造業基地。

創新發展 增強核心競爭力
王三運指出，安徽省加速崛起的根本動力在創新，最大優勢也在

創新，必須更加積極作為，加快科技和體制創新，不斷增強綜合實
力和核心競爭力。
安徽將全面增強自主創新能力。加快合蕪蚌綜合試驗區和技術創

新工程試點省建設，完善以企業為主體、市場為導向、產學研相結
合的技術創新體系，形成更多的科技、產業、人才和改革成果，力
爭全社會研發投入、專利授權量、省級以上創新型(試點)企業數、高
新技術產業總產值年均增長20%以上。把合蕪蚌綜合試驗區建成國內
最具影響力的創新區域之一。

安徽搶抓產業加速轉移機遇，深入推進對內對外開
放。安徽將深化以長三角為重點的區域分工合作，全面
融入長三角區域合作機制，加強與中西部地區的緊密合
作，推進與珠三角、環渤海、海西區、港澳台互動發
展。

融入長三角合作機制
2010年，安徽全省實際利用外資57.2億美元，增長

20.4%，引進省外資金6,863.7億元，增長47.9%，其中示
範區分別佔76.2%和72.5%。另外，安徽還新增國家級經
濟技術開發區2個、出口加工區1個、對外開放口岸1個。
安徽參與長三角發展合作亦取得新突破，皖江示範區規
劃與長三角規劃聯動實施機制初步形成，滬蘇浙皖共同
推進皖江示範區建設合作框架正式建立，合肥、馬鞍山
成為長三角城市經濟協調會成員，合肥納入與滬寧杭一
併規劃、重點建設的「1-2小時交通圈」。
同時，皖江城市帶承接產業轉移示範區規劃獲得國務

院批准實施後，安徽省迅速建立省市縣三級聯動機制，
示範區建設組織架構、政策體系和空間佈局初步形成，
實現良好開局。今年是示範區建設「三年見成效」的第
二年，安徽將加快承接步伐，提高承接水平，在園區建
設、招商引資、要素保障和環境優化等方面取得新突
破。

蕪湖將成區域中心城市
今年，安徽將進一步推進示範區建設。首先，加強開

發園區建設。促進開發園區擴容升級、功能配套和體制
機制創新，培育一批各具特色的專業化園區。其次，大
幅提升承接產業轉移水平。第三，優化示範區發展環
境。加快示範區融資平台和服務網絡建設，在金融、物
流、海關、檢驗檢疫、用工等方面提供更好的服務和配
套。第四，加快皖江示範區城鎮化建設，加快合肥經濟
圈一體化發展步伐，把蕪湖、安慶等打造成產業層次較
高、宜居宜業的區域中心城市。

「沒有皖北的發展，就沒有安徽的崛起」。近年來，安
徽把加快皖北發展放到更加突出的戰略位置，密集出台
一系列政策措施，加大財稅金融支持力度，深化結對合
作機制，推動產業園區共建，積極開展「百家民企進皖
北」、國企與皖北項目對接等活動。今天，皖北發展的內
生動力不斷增強，經濟發展明顯提速，主要指標增幅高
於全省平均水平。

激發皖北內生動力
王三運表示，安徽省將優先安排重大能源項目在皖北

布點， 力提升煤電、煤化工等資源型產業發展水平，
積極發展農機、紡織服裝、農產品深加工等傳統優勢產
業，大力扶持生物、新能源、節能環保等戰略性新興產
業，繼續加快現代中藥產業基地建設。拓寬南北結對合
作領域，加大市縣結對共建力度，培育壯大一批骨幹項
目，促進省內外大企業投資皖北。加快皖北城鎮化建設
步伐，大力支持蚌埠、阜陽等區域中心城市發展，支持
縣城和基礎條件較好的重點鎮提質擴容，提升公共服務
水平和綜合承載能力。安徽省將向皖北地區增加均衡性
轉移支付，落實稅收優惠政策，增強皖北地區基層財政
保障能力。同時，加強職教基地建設和勞動力培訓，促
進人口負擔轉化成人力資源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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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加速崛起
承接產業轉移

2010年，安徽省經濟社

會發展保持穩健態勢，全

省實現生產總值12,263.4

億元，增長14.5%；財政

收入2,063.8億元，增長

33%。安徽省省長王三運

表示，安徽積極搶抓國家

促進中部崛起和擴大內需

等重大機遇，創造性地謀

劃建設皖江示範區、合蕪

蚌綜合試驗區、技術創新

工程試點省，加快推動皖

北振興，全面完成了「十

一五」規劃目標任務。

■香港文匯報

記者：張長城

開放合作 皖江示範區初見成效

強力推動皖北振興

■黃山迎客松。

■合肥京東方是安徽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的
代表之一。

■奇瑞汽車是安徽自主創新的代表之一。

■安徽江南集中區開工建設。

■蕪湖造船工業發展迅速，圖為
海外客戶訂購的輪船下水。

■即將開工建設的望東
長江大橋的設計圖。

合肥

主要經濟數據
★全省總面積為14萬平方公里，全省常住人口

為6,700萬人。

★2008年，安徽GDP總值約8,900億元，財政

收入1,326億元，進出口總額204億美元。

★2009年，安徽GDP總量達到10,052.9億元，

財政收入1,551.2億元，進出口總額156.4億

美元。

★2010年，全年實現生產總值12,263.4億元，

比去年增長14.5%，財政收入2,063.8億元，

比去年增長33%，進出口總額242.8億美

元，比去年增長54.8%；

重大項目
★基礎類：鐵路包括京滬高鐵安徽段、商杭客

運專線、合肥軌道交通等；高速公路包括阜

六高速南段、望東長江大橋等；機場包括建

成合肥新橋機場、九華山機場，改擴建阜

陽、黃山機場等；水運包括和縣鄭蒲港、合

肥港綜合碼頭二期等；煤礦包括口孜東等礦

井、蕪湖港煤炭儲備中心等；電力包括來安

風力發電廠、光大碭山生物質發電廠等；天

然氣包括「川氣東送」江南聯絡線等。

★製造業：汽車及零部件包括奇瑞無極變速

器、江淮輕型客貨車、合肥大陸輪胎、廣德

通用汽車試驗場等；裝備製造包括合肥熔安

動力、合力叉車、蕪湖新興鑄管等；冶金包

括馬鋼合肥公司環保搬遷、池州電子銅箔

等；建材包括海螺集團6條生產線、中建材

蚌埠玻璃新材料等；化工包括無為華誼精細

化工、定遠鹽化工等；輕工包括合肥美的、

格力空調、馬鞍山蒙牛乳業、宿州百麗鞋業

等。

★戰略性新興產業：培育和發展電子信息、節

能環保、新能源、生物、高端裝備製造、新

材料、新能源汽車、公共安全等戰略性新興

產業，具體項目包括合肥京東方六代線、鑫

昊等離子、友達光電、塞維太陽能電池組

件，蕪湖信義玻璃、德豪潤達等。


